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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贝先生拉贝先生》》（（节选节选））

□ 何建明

70多年前，日本侵略军在南京实施了一次灭绝人性
的大屠杀，总人数超过30万人，称为“南京大屠杀”事
件，被列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三大惨剧”之一而载入人
类史册。对于这场罕见的大杀戮，无论是我方还是敌
方——日军，以及第三方的国际社会，有一个人是绕不
开的，这就是德国人约翰·拉贝先生。

这位德国船长的儿子，在60多年前的1950年1月5
日因中风去世，离世时的年龄并不大，67岁。拉贝先生
在南京市民中有很大影响，而世界对这位在二战中建立
不朽功勋的人知之甚少，我以为跟他纳粹的身份有关。
希特勒领导的纳粹党给人类造成了巨大灾难，但拉贝却
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具有崇高的声望和美誉。

2014年夏秋之交的一天，我来到南京广州路小粉桥
1号拉贝的故居，在这位伟大的国际友人塑像前，深深
地鞠了三躬。当我抚摸这位已经远离我们的德国友人的
头像时，心情久久难以平静——因为我和所有中国人都
知道，假如当年没有拉贝和他领导与组织的“安全
区”，日军在南京大屠杀中造成的中国人死亡数字绝不
止现在的30万人……

一个德国人在当时的情况下完全可以置身于外，然
而拉贝没有。正是他这个“没有”，成全了他作为一个
德国人、一个在别人看来不可思议的人生辉煌：一个纳
粹，做了世界上一般人做不到的事——他和他的同事在
日军屠刀下救了数以万计的中国人。

这自然得从1937年日军占领南京前后，拉贝担任南
京“国际安全区”主席这个角色说起。

当这个“主席”，对拉贝来说完全没有想到，因为
在日军与中国军队在上海打仗时，拉贝和其他在南京的
德国人几乎都在忙着作撤离南京的准备，只是拉贝是西
门子公司在南京的负责人，他手头的事太多，加上南京
城当时太乱，到底走还是不走，他所在公司还拿不准主
意。作为西门子公司，更多的是关心他们的生意及留在
中国的财产在日军占领后还能不能保住，或者说得更远
一点，就是当日本占领南京后，他们西门子公司是否还
可以留下来做中国的生意。这对当时的西门子和像拉贝
这样忠于职守的生意人来说是第一位的。

德国人是世界上做生意最认真最能干的一个民族群
体。拉贝本人就是这样一个德国人。

1882年出生在汉堡的拉贝，早年丧父，初中毕业后
就当学徒，后来到了非洲莫桑比克的一家英国公司，在
那里他学会了一口流利的英语。1908年，他踏上了前往
中国之路，从此在中国一干就是30年。他和妻子也是在
北京认识的，两个孩子皆在中国出生。来中国之后的第
3年，拉贝成了西门子公司的代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
间，中国在相关国家的压力下，曾向德国宣战，即使如
此，拉贝还是留在中国。“他很有策略地让中国官员相
信，战争期间继续由他来经营西门子驻北京代表处不仅
符合他们自己的利益，而且也符合中国的利益。在中
国，要做到这一点并非容易。”拉贝的朋友这样评价他。

……
但是一战开始的两年后，中国在英国的压力下，仍

然把拉贝等德国人挤出了中国生意场。不过拉贝本事不
小，一年后他又重新上路，回到了中国，为西门子开辟
中国市场立下汗马功劳。1931年他担任西门子驻中国首
都南京办事处经理。西门子在南京的业务主要是为这个
东方帝国的首都开设电话业务和发电厂等，拉贝的工作
非常出色，公司总部对他的业务开拓充分肯定。但对拉
贝来说，如果不是后来发生的事，恐怕他一辈子也仅仅
是西门子公司内部一名优秀的驻外代表而已，世界上不
会有多少人知道他的名字。

日本侵略中国，进攻南京，让拉贝变成了另外一个
人，他的经商才能、统筹能力、领导才干、为人的优秀
品质，在一场大屠杀背景下获得了彻底的释放，并且放
射无限光芒而从此让世人瞩目与怀念。

我们的笔下也因此有了拉贝这个人。
一直有人将拉贝比作拯救了数以千计犹太人的辛德

勒先生，这有一定道理。但在我看来，拉贝或许更加伟

大和了不起，因为拉贝是作为一个生活在中国的外国
人，他又是以公开的纳粹身份在与日军周旋的情况下，
拯救了20余万苦难的南京市民，而且拉贝根本不知道他
这样做其实随时都有可能受到自己同胞的检举和告密。

“拉贝当时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所做的一切是违背德国
利益的，因而处境危险。”他的另一位德国友人这样说。

拉贝的壮举比辛德勒先生的壮举要早好几年，毫无
疑问，他救的人数远远超过了辛德勒救的1200余位犹太
人。我认为拉贝更杰出和伟大之处，是在于他用完整的
方式记录了日本侵略者南京大屠杀的种种罪行，这是他
的另一个历史贡献。“在当时的情况下，拉贝竟然还能
安排出时间来记日记，简直不可思议。”德国同行们一
致称赞他这一点。

南京人说拉贝是个好人自然不用说。而拉贝的朋友
们在南京大屠杀出现之前早已这么说他了。

道德、正义、爱心、仁慈、热情……我看到拉贝的
友人几乎用共同的词汇来形容和描写他的品质。我们中
国人认为，一个人的品行，全在于他平时的养成。拉贝
能在日军施暴时挺身而出保护中国人，这与他身上长期
养成的正义感有直接关系。他的好友埃尔温·维克特这
样说：“拉贝1908年离开德国的时候，还是威廉二世皇
帝统治时期。1919年他短期回国，此时德意志帝国已处
在共和国时期，但动荡的局势还没有平定下来，在汉
堡，他看见一个人被暴徒殴打倒地，他的性格驱使他上
前把那人扶了起来，结果他也遭到了殴打。在柏林，西
门子工人上街罢工的时候，他看见街上架起了机关枪。
于是从那时起他开始记日记，久而久之成了他的一个嗜
好。”

从看不惯，到以记日记的形式控诉不公正和暴行，
让拉贝从一个精神公正者，成为行动正义者。

……
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日军进攻南京的日子已即日

可待，蒋介石对守卫首都的决心也在发生动摇，南京到
底还能坚持多少时间，日军进攻南京后会是什么样的情
况，种种问题摆在中国人和留守在南京的诸多外国人的
面前。随着中国政府机构的撤离，外国各使馆一方面随
蒋介石的政府机构内撤力保配合，纷纷搬迁至汉口，另
一方面又力图争取获取日方的态度，观望在日军占领南
京后他们在南京的资产和权利能否获得保障。由于美、
英等主要国家已经在政治立场上同日本处于决裂状态，
所以多数国家的使馆认为自己国家在南京的财产和权利
恐难保障，故撤离南京已是不用解释的了。只是南京乃
中国历史名城，且又是一国之都，自鸦片战争后，西方
列强早已对这座城市有很深的渗透，尤其是各国的教会
组织、布道人士和神职人员在此远比各国驻华使馆的根
基深厚得多，教会所办的学校、医院、神职场所等遍及
城市和乡村。另外，随着西洋现代科技文明在中国的不
断传播和引入，像拉贝所在的西门子等外国公司也在南
京有许多分设机构和代理业务，所有上述机构和人员，
归结在一起，便形成了一定的外国势力，他们的立场和
出发点也各不相同，在走与不走的问题上态度也不一
致。即使留下来的机构和人员，其目的也很各异。但有
一点值得注意，所有神职人员的出发点多数是为了不想
自己苦心经营的“中国事业”轻易被日军破坏，期待以
自己的慈善之心普度苦难的民众。另一部分是有职业使
命的医生和在华传授知识的教授们，再者便是拉贝这样
的生意人。

“既然留下来，我们就应该团结一致向日方提出要
求，争取我们应有的尊严与权利。”其他的传教士、教
授和生意人都这样认为。

“走的是明智者，留下的是英雄汉。”毕竟，战争是
无情的，日本人的凶蛮与罪恶已经摆在这里。如何维护
在炮火下的安全和为中国平民做一份有益的事，这让准
备留下来的外籍人士们以及他们的大使馆思考。

应该说，最早提出仿效雅坎诺神父在上海设立“中
立区”的，是几位留在南京的美国人。上海淞沪战役之
中，上海“中立区”不仅为保护在沪外国人利益作出了
卓著贡献，而且也为保护数以万计的上海平民立下汗马
功劳。因此，留守南京的外籍人士也动了此念。关于整
个国际委员会和“安全区”的提议过程，拉贝先生的日
记里没有记载，但笔者从浩如烟海的南京大屠杀史料中
找到了一份当年美国国务院档案翻译材料，这份珍贵的
史料详细记述了提议过程的始末——

关于暂定在南京设立安全区的提案
1937年11月17日
下午 5 时 30 分左右，W.P.米尔斯 （ Mills ） 先生、

M.S.贝德士 （ Bates ） 博士、刘易斯·斯迈思 （ Lewis
Smythe） 博士 （后两位是金陵大学的教授） 在约定好
之后，来到了帕克（Peck）的住宅。

谈话首先由米尔斯先生和其他人对帕克作了如下说
明。

（1）在南京附近和市内进行战斗时，为了一般市民
能避难进行讨论，暂定提案设立安全区，或称为难民
区、非战斗区域。（ 2 ） 关于场所，研究了几个地方，
但决定城内西部地区较合适。（3） 当向大使馆罗勃兹
上校 （他处作上尉） 征求意见时，他说，中国的军事
当局会同意不把西部地区用做军事目的（因为实质上不
会削弱他们的战略部署）。为什么呢？他说，假如在南
京附近进行战斗，就要考虑战斗是在城市的东部或南
部。（4） 关于这项计划，杭立武博士对王世杰教育部
长作了说明。王部长不仅表示赞同，而且还主动向军事
训练总监唐生智将军 （现在为首都卫戍军司令） 提出
商量。唐将军没有陈述他的意见，但是他同意同蒋介石
商量一下这个计划（蒋介石当时不在南京）。

接着，到访者们询问道：如果计划具体化了，大使
馆会主动将它通知给日本当局吗？对此，帕克先生说，
关于这件事今天已经有了结论。那就是回答金陵女子文
理学院明妮·魏特琳 （Minnie Vautrin） 女士的信所说
的内容，自己也会约定乐于接受这份功劳，将这一情报
传达给日本。

接下来帕克先生指出如下内容：
如果有人知道了设定非战斗区域的计划是美国人想

出来的话（也许会是这样的），其结果，两国任何一方
破坏了协定的话，那么预定发起这项计划的人无疑就会
受到大家的憎恶。因此，他主张提倡、推进这项计划的

人为了避免自己受到失败的责难，采用一个没有误解的
方法，应该由中国军当局自己主动地尝试加入到这项计
划中来。

帕克先生进一步说，美国大使馆当然在向日本当局
传达非战斗区域计划是基于中方所接受的一点。

到访者从内心里对这些见解表示赞同。
米尔斯先生提议说，正如帕克先生所说，如果大使

在那天晚上预计见到孙科博士的话，试着向他探询一下
这个问题也是一个好主意。到访者当中，不知哪一位决
定明天再拜会帕克先生，商谈一下有关安全区的问题，
谈话就此结束。

那天晚上，大使和帕克先生与孙科博士一起共进了
晚餐，张群将军和南京市长马超俊也一起就座。谈话
中，大使说道：说明一下上述计划的概要，话题是出自
没有公务的平民，目前它还处于议论阶段，被问到了此
事，就回答说如果计划具体化了，就乐于斡旋向日本当
局传达等等。

市长好像对安全区的提案还没有听说过，就此他本
人没有发表任何意见。但是，在整个晚餐中，他好像一
直在思考那个提案，像是发现了其可能性。当问及他
时，他说自己打算留在南京。说起来，推测像是否定。

应约翰逊大使的要求，帕克先生把那天中午同米尔
斯、贝德士、斯迈思交谈的内容主旨向在座的中国人说
明了一下。

同进晚餐的张群将军是现国民政府处于非常时期最
核心的人物之一。他建议道：对于安全区的计划，讨论
这个问题还为时太早。但是，他的发言预示着一种黯然
的假说，即日军一定会来到南京附近。我想他的发言只
不过是想缓解一下当时严肃的气氛。（参见《南京大屠
杀史料》第12卷第84-86页）

从中可以看出，这个提议首先是几个美国籍教授有
了想法，再征得美国驻中国大使馆意见后，口头向中国
政府的高层相关领导通过气并获得赞赏后才提到议事日
程的。

应该是11月18日，即斯迈思、贝德士等同张群这
些国民政府官员有了沟通后的第二天，他们又聚在一起
讨论一些实质性问题了，比如请谁来当头儿。

这是让美国人感到有些头疼的事。按理他们肯定不
会放弃这个国际委员会的主导权或者说领导权的，但严
酷的现实摆在面前：现在与日本人打交道，美、英等国
家已经没有什么约束力了，惟一让日本有可能会考虑

“友好关系”的，只有德国人了。
“假如我们要在南京建立‘中立区’，就得选一位能

与日本人打交道的人当我们的头儿，否则我们这些人将
无所作为，弄不好还会被日本兵‘格杀勿论’呢。”为
了筹备这件事，在金陵大学任教的贝德士想到了这一
层。

“西门子的拉贝先生应该是个合适的人选！”斯迈思
想到了他曾经接触过的这位德国人。

“这事非他莫属。而且关键他还是纳粹党员，日本
人应该对他另眼看待。”

“我们接触过拉贝，这是个办事认真、细致，且不
乏热心，又有商人机智的汉堡人。相信他能干好。”

几位美国教授和传教士为共同选中拉贝而欣慰。
“日本人已经冲过中国军人设立的南京外围防线，设立
中立区的事不疑迟了。今晚我们就把拉贝找来商议
吧……”斯迈思教授建议，“就到我家吧。这位汉堡商
人来过我家，他会喜欢的。”

第二天，也就是11月19日晚饭时间。斯迈思教授
家颇为热闹，鼓楼医院和金陵大学任职的数位美籍医生
与教授差不多都到场了。拉贝应邀前来。

当贝德士代表美籍人士向拉贝介绍了他们事先商议
的准备在日本军队占领南京之前成立一个国际安全委员
会，同时着手建立类似上海雅坎诺神父在租界设立的

“中立区”，及其任务和所要做的事后，隆重邀请拉贝出
任该国际委员会主席。

拉贝激动地听取美国朋友们的介绍后，惊讶地问：
“为什么主席是我呢？你们可都是杰出的人物呀。”

“我们认为，目前只有先生你是最合适的人选。除
了你本人的能力和有一颗善良的心外，你的德国国籍和
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身份，是我们所有人都不能相提
并论的。”马吉牧师说，“当然，这是个光荣而艰巨的职
务，拉贝先生你本人是否有此意愿？”

“对，这是我们这些人一致的看法。”贝德士等一齐
向拉贝投来赞赏的目光。

拉贝确认了这些目光是真诚和友好的，便十分慎重
地说：“大家认为我的德国国籍和纳粹党的党员身份在
日本人面前十分有用的话，那我就接受你们的建议。”

“OK！感谢上帝，感谢拉贝先生。”
“我代表所有留在南京的美国人和其他国际朋友向

拉贝主席致敬。”
“向拉贝主席致敬。”
这个晚上，拉贝也是第一次有机会认识了诸多美国

朋友，包括马吉牧师等，他们现在可都是他的“部下”
了——国际委员会成员。

“好，太好了，祝贺拉贝先生。”回到洋行办公地，
拉贝将这件事向韩湘琳一说，韩立即表示，“我代表南
京市人民感谢你、拥护你——尊敬的拉贝主席。”

“我无法想象日本人占领下的南京将是个什么样
子，更不知道我个人是否有能力承担如此重要的责
任。韩，你是中国人，你一定要帮助我完成这个使命，
这也关系到我个人的荣誉，也关系我作为纳粹党员和
德国人的荣誉。”拉贝用期待的目光盯着他十分信任的
韩湘琳。

“放心，拉贝先生，只要你一句话，我一定为你赴
汤蹈火！”韩在此之前就曾对拉贝说过，只要拉贝留在
南京，他就跟着留在南京，死而无悔。这回又听韩如此
表决心，拉贝非常激动，给了韩一个结实的拥抱。

“韩决定与我同甘共苦。他是一个正直的人！”拉贝
在当日的日记里如此赞赏他的中国同事。

现在，拉贝雄心勃勃，决意大干一场。上海那边不
断传来消极消息，他不得不持有这样一份雄心。“否则
将毁掉德国人的一切荣誉”，拉贝内心有股强烈的使命
感。

（摘自《拉贝先生》，作家出版社 2015年1月出版）

《作文班的故事》以小说的体裁、模
拟班课的形式，传授大家由郑北京老师
发明的“爆破作文”训练法。因此，它是一
本与众不同的作文书。“爆破作文班”的
所有学员，通过此书能够学会的绝招，包
括但不限于：1.通过“找作文点”，形成神
奇的“爆破思维”。2.任何题目，均能“3分
钟审题、构思与选材”。3.40分钟之内，写
出一类文、突破满分作文。４.在学习写
作文的同时，能理解更多人生道理。《作
文班的故事》的写作形式，是独创性

的——它是中国第一本教材小说；理念与方法，更是革命性的——
它致力于教会学生现场写出满分作文。

郑北京 著2014年10月出版

《作文班的故事》

▼作家出版社新书推荐

《长河》
马金莲 著2014年11月出版

本书是青年作家马金莲的最新中
短篇小说集，收入了《长河》《赛麦的院
子》《柳叶哨》《项链》《念书》《荞花的月
亮》等数篇佳作。

这些作品以朴素、自然的叙述风
格，细腻、单纯的艺术手法，生动展现了
西北地区的乡村农事，揭示了现实的沉
重和命运的无常。马金莲以她善用的
儿童视角和追随本心的内在表达，特有

的生命体验和文化记忆，抒写出对生存、成长、蜕变的洞察以及对
人性的关照。

《皇太子妃劫持事件》
【韩】金辰明著 韩美玲译2015年1月出版

在明成皇后遇害百年、南京大屠
杀纪念日来临之际，皇太子妃遭神秘
女郎劫持。皇太子妃命悬一线，日本右
翼势力却不为所动，竭力隐瞒惨绝人
寰的历史事件。日本神探追寻蛛丝马
迹，拨开迷雾，明证触目惊心的历史真
相。

那是一段让韩国民众没齿难忘、
中国热血男儿沉痛激愤的悲情历史。

本书悬念迭起，迷雾重重，将历史、现实与虚构巧妙交错编织成
一个迷宫，探究跨越历史时空的国耻家仇。

该书内容丰富，论述细致而精到。
可分为两个板块：前8篇为第一板块，主
述少儿音乐教育教学方方面的具体问
题；后两篇为第二板块，概要地介绍多国
儿童音乐教育的人和事，以及蕴含其中
的哲理。详尽解答了家长在孩子音乐教
育方面的问题和困惑，是家长和老师指
导孩子学习音乐的好助手。

郑又慧 著2014年9月第2版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音乐老师：修订本》

《爱的五种能力》
赵永久 著2014年10月出版

爱情需要学习，婚姻需要练习。
情感教练赵永久提出：爱一个人需要
具备爱的能力，但它包含了5种具体的
能力，它们是——情绪管理、述情、共
情、允许、影响。这5种能力也是情商
的具体体现。本书结合真实案例详述
爱的5种能力，帮助你重新认识爱、修
复爱、拥有爱、传播爱。

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
港。曼彻斯特参加了美国海军陆战队，
开始了他在太平洋战场对日作战的士
兵生涯。二战结束23年后，曼彻斯特
的噩梦依然挥之不去。在梦中，他和一
位为战争所累的年轻人（他自己）一起
生活，年轻人“气愤地要求知道在他告
别战争的近 30 年间究竟发生了什

么”。为了寻找答案，曼彻斯特故地重游，又回到了曾经的太平洋
战场。

这本回忆录以他和战友的经历为主线，以一座座曾在战争中
如人间炼狱的太平洋岛屿：瓜达卡纳尔岛、塔拉瓦岛、佩勒琉岛等
为背景，将真实的战争场景忠实还原。战争过程中人性闪光的瞬
间与激动人心的战争场面读来令人热血沸腾。而故地重游的作
者也看到了现代化对这些岛屿的改变，这些变化背离了作者投入
战争时的初衷，在残酷的战场与虚浮的现实之间，战争的本质得
以深刻凸显。

【美】威廉·曼彻斯特 著
陈杰 译2014年10月出版

《再见，黑暗：太平洋战争回忆录》

那些恒星那些恒星、、流星流星、、闪电或流萤……闪电或流萤……
——《“青春诗会”三十年诗选》编后记 □霍俊明

约翰·拉贝，西门子洋行代理人、纳粹

党南京小组代理人、南京安全区主席。在上

世纪20年代就已经加入了纳粹党的前身德国

社会工人党，在纳粹分子中属于元老级的人

物。他追随希特勒，但又受到中国人的爱

戴。在“南京大屠杀”期间一手组建起“国

际安全区”，挽救了 25 万中国百姓的生命。

南京大屠杀过后，拉贝在战时的德国发表了

多次演说，讲述自己的所见所闻，并向希特

勒递交了记录暴行的胶片。约翰·拉贝被人

们称呼为“洋菩萨”、“中国的辛德勒”。《拉

贝先生》从多个角度呈现了拉贝在南京大屠

杀中善举的细节，并介绍了日军南京大屠杀

的很多详实史料与当时成立“国际安全区”

的种种真相。


